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9 9 5年

.

科学基金论坛
·

专题讨论 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编者的话 ]目前
,

基础研究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已成为基础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之一
。

要做出一流水平的工作
,

就必须走出国门
,

参与国际科技大舞台的竞争
。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

国家对科学基金的投入不断增加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逐步加大了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支持力度
,

同时

不断开拓新的渠道和新的形式
,

形成了多方位
、

多层次的资助格局
,

对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
。

为进一步改进工作
,

探讨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作法和经验
,

我们选登几篇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文章
,

供有

关人员参阅
。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张连仲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
,

北京 1 0 0 0 8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肩负着发展我国基础性研究的神圣使命
,

同时也承担着推动我

国基础性研究走向世界
,

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展现我国科学事业之辉煌成就的重任
。

因此 9 年

来委员会一直遵从国务院的嘱托
,

把开展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做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
。

l 国际合作交流概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成立之 日起就设立了国际合作局
,

专门负责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合作交流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

19 9 4 年
,

国际合作交流经费占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的 5 %
,

总

额为 2 0 0 0 万元
,

是 1 9 8 7 年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经费总额的 6
.

7 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把开辟国际合作交流渠道
,

为中外科学家开展合作交流牵线搭

桥做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
。

经过 9年来的努力
,

委员会已同世界上 27 个国家和两个地

区的 33 个科学基金组织和学术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

加上委员会聘请的全部华

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及数十名海外著名学者担任名誉顾问和顾问
,

对我国自然科学基金事业给

予巨大支持
,

数万名身在国外却心系祖 国的留学人员对我国科学基金事业的关心
,

以及国内

科技界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参与
,

构成 了一个遍布国内外的联络体系
。

组织和管理好项 目是有效地开展基金国际合作交流的基础性工作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已逐步形成了国际合作研究
、

在华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

接待外国学者来华学术交流
、

我

科学家出国 (境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科学考察等 5 类项 目
,

以及
“

资助留学人员短期 回

国工作讲学
”

专项基金的资助格局
,

并制定和完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国际合作交流管理办法

和项 目评审程序
。

1 9 8 7 年到 19 9 4年
,

已不同程度地择优资助了各类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 50 51

项
,

其中合作研究项 目 1 19 7项
,

在华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8 13 项
,

接待外国专家来华 8 24 项
,

我科学家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 7 n 人次
,

我学者出国考察 2 13 项
。

此外从 1 9 9 3 年开始还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1995. 02. 019



第 2期 张连仲
: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资助 了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项 目 29 3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更深层次的合作交流方式
。

19 9 3 年
,

委

员会 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建立了
“

中国
一

福特研究与发展基金
” ,

已批准并正在资助 28 个与汽

车行业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项 目
。

目前正同另一些外国大公司探讨进行类似合作的可能性
。

1 9 9 4年 11 月在加拿大基金组织的支持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加拿大冷海洋资源中

心签署了筹建中加资源环境高技术研究中心的协议
,

一个有学术界及工业界共同参加的有关

中心筹建和运行的中加双边研讨会将于 1 9 9 5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
。

可以相信
,

随着 自然科学基

金总量的增长
,

随着科学基金体制 的发展与完善和对外开放的扩大
,

一个配合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三个层次
、

多种类型
、

多种专项的资助格局
,

一个高质量
、

高水平
、

多渠道
、

多形式和

向纵深的方向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局面将进一步得到发展与完善
。

2 国际合作交流的主要作用

( )] 促进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出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在促进涌现高水平成果方面
,

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推动作用
,

对有

些项 目水平 的提高
,

则起了关键性作用
。

例如
,

1 9 8 6年科学基金资助上海交通大学与德国柏

林工业大学新型计算机研究中心合作研究
“

支持抽象数据类型的新型计算机系统
” 。

我方的优

势在于基础理论扎实
,

专业知识系统全面
,

软件水平较高
;
德方的优势在于 已有前 5年的概

念性设计和后 5 年的硬件设计和实践
,

有先进设备
。

双方的有效合作
,

使此项研究起点提高
,

研究进度大大加快
,

使所研制出的样机的性能优异
,

是国内当时除银河机外速度最快的向量

机
。

这种国际研究使双方都获益 良多
。

科学基金资助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艾国祥研究员和

美国大熊湖天文台的研究人员
,

在世界上首次进行了太 阳局部区磁场的
`

旧 不落
”

连续观测
,

被列为世界太阳 22 周峰年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

(2 ) 促进中青年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成长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为中青年科技人员提供了学习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和把自己放到

世界科技舞台上锻炼的机会
。

由于在资助工作 中
,

实行了向青年人倾斜的政策
,

不少年轻学

者如赵玉芬
、

王小如等都在国际合作交流 中得到了锻炼
,

对他们脱颖而出和迅速成长起到了

促进作用
。

委员会于 19 9 2 年开辟的
“

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
” , “

资助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
、

讲

学专项基金
” ,

1 9 94 年开始实施的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

都是着眼于国际国内两大人才

资源
,

为增强培养青年科学人才的力度和深度
,

造就 21 世纪学术带头人所采取的新举措
。

“

资助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
、

讲学专项基金
”
在短短两年里已资助了 4 00 多名留学人员回国

短期工作讲学
,

在华举办专题研讨会
,

以及直接参与基金课题研究工作
,

发展了一些合作研

究项 目
,

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

19 8 7年以来
,

在陈省身教授的倡导以及各方面的支持下
,

我国

数学界为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

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

1 9 8 8 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了
“

21 世纪中

国数学率先赶上世界水平学术讨论会
” ,

此后数学界和国际合作
,

尤其是中青年一代的国际交

流合作十分活跃
。

涌现出了如丁伟岳
、

马志明
、

堵丁柱
、

彭实戈等 4 0 来名优秀的中青年数学

家
。

多项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某些甚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参加 1 9 9 3 年和 1 9 9 4 年德

国
“

诺贝尔奖获得者林岛会议
”

的中国年轻的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则亲身受到为科学献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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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教育和启迪
。

他们回国后建议在中国召开类似性质的会议
。

( ) 3为我国基础性研究的若干领域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贡献

在科学基金所支持和不同程度提供过国际合作交流资助的有关高温超导研究
、

数学机器

证明理论等研究等方面
,

我国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 “
七五

”

重大项 目
“

中国东南沿海赤潮发

生机理研究
”

在执行过程中曾与美
、

加
、

德
、

日
、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合作与交流
,

该

研究组先后捕捉了 8 次赤潮发生的全过程
,

在国际上是罕见的
,

是美国 N S F 在中美合作研究

方面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
,

其研究成果已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

科学基金多次资助的胡恩

科教授的低温引力波研究
、

赵柏林院士的
“

西北太平洋云辐射实验
”

等
,

也都引起了世界学

术界的关注
。

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大学联合体 (由华中理工大学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西安交

通大学
、

清华大学的教授组成 ) 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制造技术研究院
,

合作进行
“

智能制

造研究
”

项 目
,

把中国的基础研究成果与人才优势和新加坡的经费与信息优势结合起来
,

在

生产力转化方面闯出了一条路子
。

( 4) 在
“

启动
” 、 “

催化
”
和把国际合作项 目引向高水平

、

深层次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华中理工大学周专博士原从师于德国马普学会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
、

199 1 年诺贝尔

医学奖获得者埃内尔教授
,

并获博士学位
。

基金委员会资助周专博士回国工作和讲学
,

他与

其原来导师
、

华中理工大学康华光教授共同建立了一个新生物膜实验室
,

运用埃内尔教授发

明的技术
,

研制成功一套膜片钳系统
,

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为探索生命的奥秘提供

了重要的手段
,

已用它开拓了中草药在离子通道水平上新领域研究
。

又如
,

科学基金支持的

中美大气季风合作研究
,

我国科学家陶诗言提出的
“

中国与印度季风有关但属不同系统
”

的

学术观点
,

逐渐为美国科学家所接受
,

其论文一再被国内外引用
。

在此基础上
,

中国科学家

进一步提出
“

南海季风试验
” ,

这将是 由一个中国科学家倡议
、

以中国科学家为主导的大型试

验
,

为此
,

世界气象组织 w M O 机构中成立了一个东亚季风研究科学指导委员会
,

由我国丁一

汇教授任主席
,

这标志着中国已能在国际性的气象科研方面起领导作用
。

(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的影响不断扩大

随着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开展
,

中国科学基金制在国外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

1 99 2

年 10 月在世界银行支持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起并在北京召开了有 24 个国家和地

区代表参加的
“

科学基金制发展与完善国际讨论会
” 。

会议开得很成功
,

李鹏总理接见了部分

会议代表
,

表示要进一步支持中国基础科学事业和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发展
。 “

第二次科学基金

制发展与完善国际讨论会
”

将于 19 9 5年 9 月在加拿大召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

存浩先生将应邀担任会议联合主席之一
,

这是中国科学基金制走向世界
,

在世界科学舞台上

已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标志
。

通过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渠道
,

我国有更多的高水平人才与项 目有机会在世界科技舞

台上一展英姿
,

我国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得以被更多国家所了解
。

高水平的基金项 目进一步走

向世界
,

大大扩大了基金制的影响
。

同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国际合作交往过程中
,

广交朋友
,

多做工作
,

主动邀请国外有影响的人物来华访问
,

逐步使国外一批学术造诣深
、

威

望高的科学家
、

社会名流和基金组织领导人
,

加深对我国国情
、

现状与研究水平的了解
,

提

高与我国合作的积极性
,

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国基础性研究和科学基金的支持者和合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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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合作交流的主要经验

( l) 认清形势
,

抓住机遇
,

把 国际合作交流做为基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大力气去抓

充分认识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

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与竞争均 日益加强的环境下
,

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交流对于尽快提高我国基础性研究的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充分

认识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
,

我们在人才
、

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与资金
、

设备不足
,

信息缺乏等

方面的劣势
,

我们在某些科学领域的突出成就和总体水平上与世界的差距
;
充分认识 自我国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有利于科学发展
,

有利于国际交流的环境
,

抓住机遇
,

从基金

项目研究工作实际出发
,

以出高水平成果
,

造就高水平人才为目的
,

组织好基金国际合作交

流活动
。

近几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各学部和学科都花大力气抓 了国际合作交流活动
,

有

的学部提出要通过国际合作交流使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

有的学部形

象地提出要两手抓
,

即一手抓基金项 目的评审和管理
,

一手抓基金项 目的国际合作交流
。

( 2) 发挥优势
,

努力探索
,

开展多渠道
、

多形式和多层次的国际合作交流活动

9 年来
,

在开展基金国际合作交流活动中
,

委员会始终坚持审时度势
,

积极进取
,

主动灵

活
,

不拘一格的原则
,

形成了官方
、

民间渠道并举
,

双边
、

多边形式并举
,

协议非协议交流

合作并举的资助格局
,

始终保持了基金 国际合作交流稳定发展的好势头
。

实践表 明
,

在某种意义上
,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

的障碍
,

在加强同国外的合作交流上起到政府部门和公司
、

企业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

( 3) 突出重点
、

点面结合

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交流的水平
、

质量和效益
,

点面结合
,

突出重点是基金国际合作交流

取得优异成绩的根本保证
。

合作研究可以充分发挥双方优势
,

可以使中国科学家利用国外的

资金设备优势
,

发挥我方人力优势
,

易于取得优异成果
;
培养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和造就一批

年轻
,

有水平
、

有朝气的科学队伍是中国保持科学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

因此委员会一直把

资助国际合作研究和资助 35 岁以下青年人的国际合作交流活动做为自己国际合作交流工作

的重点
。

在诸多类型基金项 目中又突出了对重大
、

重点项 目
,

青年基金项目和具有良好国际

合作交流条件项 目的支持
,

产出了一批很好的学术成果
。

( 4) 不断总结经验
、

提高管理水平
,

提高基金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效益

委员会紧紧依靠委 内外专家
,

广泛征求意见
,

不断改进工作
。

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管理人

员多次分片召开国际合作交流讨论会
,

及时将委员会外专家的意见加以吸收
、

消化
,

改进管

理工作
。

19 9 5年 1 月份召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研讨会是在更深的层次上
、

更

广的范围内对 9 年来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更全面的总结
。

它必将对改善基金国际合作交

流的管理
、

使这项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
。

( 5) 取长补短
,

优势互补

在组织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时
,

无疑要注意发挥我国某些科学领域之特长
,

以珍珠换玛瑙
,

组织强
一

强合作
;
也要重视我国相对比较薄弱的科技领域

,

利用我方人力资源或其它方面优势

组织合作提高我国在相应领域的科研水平
,

为我国基础性研究有更多的领域在世界上占有一

席之地
,

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层次重大科技问题做出应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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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积极探索
、

锐意创新
、

开拓基金国际交流新局面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
:“

在未来的世纪中
,

中国科学技术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
,

为人类文

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 ”

他又说
: “

要在自立更生的基础上
,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 。

这为

我们指明了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的方向
。

19 9 5 年
,

我们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
,

以新的思想
,

新的措施
,

使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

具体工作设想是
:

( 1) 处理好一般与重点
、

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
,

在提高效益上下功夫

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经费有限
,

造成了经费供需矛盾
。

解决这一矛盾的

唯一办法就是根据江主席
“

有所赶
,

有所不赶
”

的指示精神
,

在组织项 目时点面结合
,

突出

重点
。

选择的重点是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
; “

九五
”

重大和重点基金项 目
; 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部分部门重点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交流
;
我科学家参与的全球性或区域性重大研

究计划
,

特别是由中国科学家创意发起的全球或区域性计划
;
我科学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

通过国际合作交流可使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
,

从而实现在世界科技舞台上占一席之地的研究

工作
;
可推动我国基础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国际合作交流

;
具有重

大潜在经济或社会效益的项 目
;
对培养跨世纪人才起推动作用的项 目

;
根据区域性政策提出

的项 目给予倾斜
,

例如对独联体国家
、

对港澳地区的合作交流
。

安排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交流
,

应用基础研究可望产生较大经济效益
,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较直接的推动作用
,

但这类项 目应用性强
,

往往因直接涉及到知识产

权问题而不易同国外学者达成合作
,

特别是涉及到高技术的项 目
。

组织这类项 目要知难而进
,

在国际合作交流中要想方设法加以扶持
。

可以采用灵活
、

倾斜政策
,

多方创造条件
,

促进其

国际合作交流活动的开展
。

国民生产讲效益
,

科学活动也不例外
。

今后将继续重点资助效益高的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

项 目效果好
,

有具体产出的在华国际会议
,

特别是有针对性
,

能导致开创国际合作研究的 N +

N 会议
。

讲效益
、

抓重点是不可分的
,

对其它类型项 目
,

也要视其执行效果决定是否继续资助
。

( 2) 改进国际合作交流管理评审程序

简化手续
、

增加科学性和专家参与是改进国际合作交流管理工作的方 向
。

1 9 9 5 年国际合

作局将会同科学部对过去的项 目评审及管理程序进行改革
,

简化手续
,

便于科学家申请
。

( 3) 采取具体措施
,

加速跨世纪人才培养

国际合作局将同科学部一起主动组织和邀请一些青年学者参加意义重大的国际合作交流

活动
;
鼓励优秀的青年基金项 目负责人申请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

,

尽快制定出
“
国家杰 出青年

科学基金
”
国际合作交流管理办法

,

为青年科学家创造一切可能的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机会
。

继续加强
“

留学人员短期 回国工作讲学
”
专项基金的组织工作

:

加强专家推荐评审环节
,

吸

引优秀的留学人员回国做贡献
; 开拓多样化模式

,

除讲学外
,

鼓励这些留学人员直接参与甚

至主持基金项 目研究工作
;
支持他们在国内建立科学研究基地和信息中心

,

同国内专家联合

培养研究生等
。

1 9 9 5 年将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商谈联合资助优秀的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

作
、

讲学事宜
。

( 4) 深化改革
,

开拓国际合作交流新模式

形势在发展
,

时代在前进
,

我们不能墨守成规
,

而应该解放思想
,

积极探索新路子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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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促使我国科技尽快立足国际前沿

拓国际合作交流新模式
。

继续寻求与国外企业或机构设立联合基金的可能性
;
搞好中加资源

环境高技术中心的筹建工作
;
并以此为典范

,

探索与其它国家建立类似的合作中心
、

合作研

究基地的可能性
;
考虑设立国际合作研究基金

,

直接受理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
在时机成熟时

设立回国定居留学人员科学研究启动基金
。

( 5) 加强不同国家
、

区域政策调研
,

筹建信息库

继续组织资助一些针对性强的软课题项 目
,

如基础研究在不同国家
、

地区政策的研究
,

以

确立我对外工作重点
;
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吸引海外 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政策研究
;

以及在港澳回归祖国前夕如何加强对港澳地区的科学合作交流等研究课题
。

做好基础积累
,

考

虑筹建专家库
、

管理信息库
、

国内外青年人才库
、

国外基金机构库等以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管理水平
。

致谢 本文参考胡兆森
、

孙枢和顾明达三位同志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研讨会
”
上的讲话

写成
,

特向上述报告作者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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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促使我国科技尽快立足国际前沿

王介民 高由禧 沈志宝 胡隐稚

( 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
,

兰州 73 0 0 0 0)

19 88 年到 1 9 9 4年
,

我们在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黑河地区地气相互作用实验

研究
”

(
“

黑河实验
” , H IE F )E 中

,

与日本以京都大学为首的 10 多个大学和研究所的许多科

学家进行了长期密切的合作
,

在此期间
,

还通过访问和国际会议
,

和欧美及第三世界科学家

有广泛交往
,

深感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对促进我国科技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
。

l 在科研活动中应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国际科学界的一员

H IE F E 是在我国西北干旱区黑河流域进行的一次陆面水文大气实验研究
,

但它一开始就

是国际性的
。

叶笃正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广泛联系
,

做了开拓性工作
;
此外

,

在

该地 区进行的这一实验
,

在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w c R )P 和国际地圈
一

生物圈计划 ( IG B )P 中


